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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全國大規模
反政府示威20日踏入第
50日，超過20萬人在首
都加拉加斯及國內多個城
市示威，要求總統馬杜羅
下台，提早舉行大選。單
是首都便有16萬人上街，
堵塞一條主要道路，軍警
封鎖通往市中心的主要道
路，並關閉最少10個地鐵
站，防止示威者遊行前往
總統府、最高法院及選舉
委員會等敏感地點，導致
交通癱瘓。示威其後再次
演變成暴力衝突，警方施
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投
擲石塊及汽油彈還擊。

委內瑞拉經濟危機惡化、糧食
藥物嚴重短缺，民不聊生，

加上最高法院企圖奪取國會立法
權力成為導火線，觸發民眾自4
月起發動連串大規模示威，誓要
馬杜羅下台。持續7周的示威已
造成 47 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2,200人被拘留，還有161人被軍
事法庭判處監禁。

20 日的示威是至今最大規
模。加拉加斯的示威群眾聲勢浩
蕩，但在市內另一邊，2,000名工
人聚集街頭唱歌跳舞，支持馬杜

羅施政。

總統發片粉飾太平
面對國內示威浪潮，馬杜羅

態度依然強硬，更在社交網站發
放片段，顯示他上周五晚駕車巡
視首都多個社區，包括東部一個
屬反政府運動發源地廣場，稱街
上已回復平靜，“看看這裡多麼
和平，我們正擊倒架設路障及採
取暴力的示威者”，又講到如何
令國家恢復和平穩定。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尼日利亞政府早前釋放5名伊斯蘭激進組織“博科聖
地”高層，換取對方釋放82名女學生人質，政府20日安排
她們與家屬在首都阿布賈團聚，眾人表現激動，有父親將
女兒緊緊抱入懷中，喜極而泣，有人跪在地上禱告，亦有
人跳舞慶祝。

代表女學生家長的阿凱基稱，他們原本已失去希望，
沒想到竟然能與孩子重逢，“人人都開心得跳起舞來”。阿
凱基續指，他們21日赴教堂出席彌撒，孩子回家前仍要留在
阿布賈政府中心，接受治療及職業訓練，總統布哈里會親自
監督康復計劃。政府拒絕讓女生即時回鄉的措施，受到部分
人權組織批評。“博科聖地”2014年闖入奇博克鎮一所女子
中學，擄走276名女學生，目前仍脅持113人，部分人質更
被迫與組織成員結婚及誕下孩子。 ■美聯社/法新社

日本千葉縣松戶市一個
公園 21 日發生持刀傷人事
件，造成包括行兇男子在內
的6人受傷，其中兩人傷勢
較嚴重，全部傷者意識清
醒。警方以殺人不遂罪拘捕
男疑犯，未知其行兇動機。

疑犯涉嫌在公園內揮動廚刀及球棒，5名在場男子的
手部及臉部被割傷或打傷。警方接報到場後拘捕疑犯，他
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理後，轉至松戶東警察署接受調查。

有附近居民表示，聽說有在公園打棒球的人被割傷，
指自己在當地住了40年，首次聽聞這種事件，感覺非常恐
怖。另有居民表示，很多人帶同兒童來公園遊玩或攜狗散
步，故發生今次事件感到不安。 ■日本放送協會

日漢千葉縣公園 持刀傷6人

尼國獲釋女生與家人團聚 喜極而泣

委國示威第委國示威第5050天天
20萬人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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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將於下月 8 日舉行大選，調查機構
YouGov的最新民調顯示，執政保守黨支持度降
至44%，在野工黨則回升至35%，保守黨領先幅
度較一周前大減一半，9個百分點的差距是今年
以來最少。分析認為，保守黨上周公佈的競選
宣言惹來不少批評，部分政府部長憂慮首相文
翠珊的改革計劃，將導致他們失去議席，冀文
翠珊盡快修改。

保守黨在競選宣言中建議，領取退休金人
士須為在家照料服務繳付費用，更為免費照料
服務訂下10萬英鎊資產上限，引起強烈反對聲
音，保守黨支持率應聲下跌。宣言還建議取消
免費學校午餐，預計影響全國90萬名學童，再
遭狠批。

另一方面，文翠珊 20 日接受《每日電訊

報》訪問時，堅持歐盟計算“分手費”時，須
計及英國多年來在歐洲投資銀行及共同發展項
目投放的資金，要求歐盟歸還。

■《每日電訊報》/《星期日泰晤士報》

巴西總統特默涉嫌教唆行
賄的醜聞鬧大，最高法院早前
決定正式展開調查，特默20日
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重申不
會辭職，並聲稱案中的重要錄
音證據被人“做手腳”，他已
入稟要求暫緩調查，以及調查
錄音內容真偽。法院將於24日
就特默的請求作裁決。外界認
為，即使錄音被證實是偽造，
亦無助紓緩特默面對的下台壓
力。

巴西早前爆出黑心肉風
波，報道指肉品業龍頭JBS主
席巴蒂斯塔與特默會面期間偷
錄對話，證明特默當時曾建議

他收買證人。JBS稱錄音沒有
經過剪輯，其餘所有證據也未
曾遭到竄改。

特默在記者會上質疑巴蒂
斯塔的動機，指控對方將錄音
交給檢察官前，曾經在市場購
入大量美元，試圖製造外匯市
場動盪。特默續指，巴蒂斯塔
以及商界領袖純粹因為不滿政
府推行緊縮政策，於是才遷怒
於他，又批評JBS高層的口供
不一致，是“一派胡言”。另
一邊廂，特默入稟要求暫停調
查後，檢察總長則入稟請求法
庭繼續進行調查。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美聯社取得的世界衛生組
織內部文件顯示，世衛每年花
費約2億美元外訪開支，金額
遠超應對愛滋病、結核病及瘧
疾等疾病的經費。文件曝光後
迅即惹來輿論抨擊，有意見認
為，世衛一直向外爭取經費，
卻如此揮霍無度，倘若不改
善，未來將難以籌募經費。

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本月
初曾到訪幾內亞，當時她下榻
首都科納克里的酒店總統套
房，一晚住宿開支達 900 歐
元。陳馮富珍和其他世衛高級

官員年初也收到備忘錄，要求
世衛人員限制外訪開支，還指
外訪前預約住宿的內部規定未
被嚴格遵守，而成員國也要求
世衛節流。

世衛總幹事辦公室執行主
任史密斯表示，審計委員會指
世衛未有致力遏止這種揮霍陋
習，員工亦無視規定。

世衛每年約20億美元的預
算，由194個成員國提供，當
中以美國出資最多。美國總統
特朗普曾批評世衛淪為一群人
聚會的俱樂部。 ■美聯社

瑞士21日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同意政
府提出的“能源策略2050”方案，包括斥資數
十億美元補貼再生能源，禁止新建核電廠，並
逐步關閉一些老舊的核電廠。最終結果顯示，
58.2%選民支持方案。

今次公投投票率低，只有42.3%合資格選民
到票站表達其意願。而支持者則早在結果公佈
前，已急不及待慶祝，綠黨國會議員古馬茲
說，這是國家歷史性的一天，瑞士在能源方面
終於踏入21世紀。

這項方案於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不
久提出，冀逐步淘汰國內的核電廠，減少對核
能的依賴，增加採用水力發電，以及太陽能、
風力和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

反對者批評新方案令電費大增，指四口之家
的一年電費將增加3,200瑞郎，而且風力和太陽能
發電不穩定，令瑞士進一步依賴進口能源。

提出方案的瑞士能源部長羅哈德則說，反對
者誇大了電費漲幅，為補貼再生能源而調漲的電
費附加費，平均每戶一年只需多付40瑞郎。

■路透社/法新社

特默指錄音造假
入稟暫緩調查

世衛官員外訪年花2億美元
遠超抗疫

英保守黨削老人福利 民望優勢減半

瑞士棄核電 補貼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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